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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部领办 擦亮特色品牌

晋城市高平市陈区镇铁炉村村民王继
龙今年74岁，种了一辈子黄梨，没想到这
几年黄梨能这么赚钱。“我一年都能跟着

‘捡’万把块钱！”王继龙把自己的两亩地
流转给合作社，平时在合作社管护梨树还
能赚个零工钱。

高平市黄梨种植面积达 5 万亩，首推
铁炉村的黄梨品质高。据介绍，高平有着
数百年的黄梨种植历史，而铁炉村的黄梨
曾作为贡品，又称“铁炉贡梨”。可 10 年
前，盛名之下的“铁炉贡梨”遭遇了发展
困境：“原先村里的老黄梨树品种老化，
长期处于放任状态，导致梨树内膛空旷、
枝条交叉重叠、树冠郁闭，果品产量低、
品质差。”铁炉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
任王建飞说。

铁炉村黄梨产业必须找出路。王继龙
还记得，10年前，在村委会的木桌前，村
民代表们进行了几个晚上的讨论，最终，
铁炉村党支部做出了决定：整合 200 余万
元资金，由党支部领办铁炉贡梨种植专业
合作社，采取“村集体+专业合作社+农
户”模式发展集体经济。随后，铁炉村的
许多梨园里建起了集雨池和涌泉节水灌溉
设施，推广果园生草技术提升果园土壤有
机质，采用光波诱控、色板诱控等防控技
术，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量。

为进一步延长产业链，铁炉村还领办
建设了黄梨深加工厂房，研发形成“药食
同源”的梨脯、梨片、梨膏、梨饮品等系
列梨产品生产线。这两年，在直播带货的
风口上，梨膏产品成为热销品。“仅在铁
炉村，黄梨产值就达到1700万元，全市黄
梨产值达到 4 亿元。黄梨、红薯、黑菇、
白猪等‘一村一品’产业，在支部领办
下，渐成规模。”高平市委书记原健说。

目前，晋城市已有 396 个村实行支部
领办模式。晋城市市长薛明耀介绍：“村
党支部起到领头作用，通过发展特色农产
品，帮助村里增收。比如，有的村子采用

‘村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社+农民’模式，
发展连翘产业。”

多村联建 抱团形成合力

晋城市阳城县北留镇皇城村，临河而
修，清代名相陈廷敬的府邸皇城相府坐落
于此。村中阡陌巷道里，照壁高门与合院
布局诉说着人文积淀。

几年前，皇城相府景区计划扩大面
积，可是需要超过村界，沟通起来颇为
费事。皇城村党支部书记、皇城相府集
团董事长陈晓拴深有感触：“皇城相府景
区的发展受限于村子面积，被束缚住了
手脚。”

从地图上看，皇城村位于谷地内，周
边被郭峪村、史山村、大桥村、沟底村围
住。这几个村子，皆有人文或自然资源禀
赋，也都各自盘算着发展本村的旅游产业。

“那些年，恶性竞争特别多。”时任皇
城相府文旅集团负责人王天亮回忆，“有
的 大 巴 车 还 没 进 皇 城 村 ， 就 被 郭 峪 村

‘抢’走了。由于主打的都是‘古堡’文

化，各村之间进行门票低价竞争，导致旅
游配套、服务管理跟不上。”

是时候进行变革了。“其实每个村子
都有自己独特的旅游资源，郭峪村古城保
存完好，大桥村海会书院有唐宋时期的重
要文物古迹，史山村与沟底村拥有丰富的
森林资源。”阳城县组织部长柴高原介
绍，2018年开始，在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
下，5 个村党支部成立联合党委，涉及村
务之间的重要事情联席公开，以皇城相府
为龙头，整合旅游资源，推动旅游事业融
合发展。

支部联建，让 5 个村子实现“抱团”
发展。从皇城村山间的高品质民宿向下
看，皇城相府古堡的土色墙壁与郭峪古城
的河山楼遥相呼应，在山那头，海会书院
千年古塔上的孔雀蓝琉璃，在阳光下熠熠
生辉。在这片文旅资源高度融合的景区，

“五村融创”的大景区格局初显。目前，5
村旅游综合收入突破1亿元。

高平市东城街街道沟北村也是靠着
“五村联建”站稳了脚跟。沟北村地靠上
党盆地边缘，用东城街街道办党工委书记
赵静谱的话说：“既无资源，也无区位优
势。”这样一个原先村集体收入不足5万的
村子，现在吃上了旅游饭。

记者走进沟北村“寻梦小镇”，迎面
是一个激光打造出的“绿野仙踪”秘境，
抬头尽是繁星点点的天幕。走在村里，只
见墙面上绘着元素丰富的色彩画，连地面
都是五彩斑斓。“从任何角度拍照，都是
一张色彩丰富、精彩绝伦的大片。里面处
处是小而精的感觉，一个 20 平方米的屋
子，由声、光、电搭配出了一个魔幻空
间，小孩子在里面跑来跑去，能玩半个多
小时。”游客张志超常带着孩子光顾此
地，对这里每一处别出心裁的“娱乐设
施”都精通，甚至在社交平台上写出了

“打卡攻略”。
去年，“寻梦小镇”综合收入 1300 余

万元，帮助沟北村集体收入跨越“百万
元”关口。赵静谱信心满满：“先富带动
后富。我们成立了‘环七佛山乡村旅游党
总支’，把周边4个村子联合起来，组团发
展。现在‘长平不夜城’项目已经实施，
带动集体经济不断壮大。”

“农村条件千差万别，资源禀赋不尽
相同，但支部联建是一条经得起检验的路
径，将为乡村振兴提供参考样板。”晋城市
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张全胜介绍，晋城市
已有196个村实行“支部联建共富”模式。

村企合作 唤醒沉睡资产

位于晋城市陵川县六泉乡的大王村，
有炊烟袅袅、有高端民宿，美丽乡村入画
来。这里曾因矿产资源丰富而闻名。但
随着资源枯竭，长期粗放采煤带来的生
态恶果逐步凸显：地下水位下降，土壤
植被稀疏，常年煤灰遍地……村支书王
学礼曾一筹莫展：“没了煤矿，村集体经
济怎么发展？”

路总要继续往前走。“我们先交历史
欠账，从改变村容村貌开始。”王学礼
说。修路、打坝、植绿，黑色减少了，绿
色增多了，3 年时间，大王村的绿水青山
回来了。

2017 年，大王村又干了一件事，“筑
巢引凤来”。大王村成立招商引资专班，
远赴河南、上海、天津等地宣传本村生
态、环境和气候优势，最终成功吸引一家
河南公司前来投资。

2021年，在陵川县政府、投资方共同
帮助下，大王村建设了 120 亩水果观光采
摘园、2栋800余平方米有机蔬菜大棚、20
亩露天蔬菜园、40 多间民宿，打造了 200
亩中药材养生园、修建药膳餐厅……“专
业的事情要专业的人做。我们合作成立了
陵川县金澳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村集
体占股 25%，打造田园综合体。”王学礼

介绍。
高平市寺庄镇釜山村依山傍水，生态

宜居，文化底蕴深厚，2019年入选“中国
传统村落”。近年来，釜山村与长平煤
矿、高平农投等企业深度合作，探索“企
地共建共享共治”模式，挖掘“绿水青
山、红色工业、古建筑群”等特色资源，
釜山村去年村集体收入达到 140 余万元，
还帮助企业实现“煤转旅”“黑转绿”产
业转型。在高平市，这样的“村企合作”
覆盖11个脱贫村。

“村企合作，要充分考虑地缘因素、
投资意愿、资源资本适配程度、产业发展
前景。”晋城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辛艾艾
介绍：“通过企地共建，构建利益联结机
制，发挥‘叠加效应’；通过互促共进，
产业规划联动发展，激发‘联动效应’；
通过三产融合，催生‘聚合效应’，从而
促进乡村振兴。目前，晋城市已有 106 个
村实行企地合作模式。”

据统计，目前，晋城全市1552个行政
村集体收入全部达到 10 万元，970 个村突
破30万元，332个村超过100万元。

文旅融合 “多点开花”
乔 栋

今年以来，山西省推进“抓党建促基
层能力提升”工程，并将“壮大村集体经
济”作为重要内容。晋城市以康养、文旅
产业融合发展作为壮大集体经济的重要内
容，既立足实际资源做跨区域整体规划，
又充分鼓励基层多种模式探索，取得了

“多点开花”的效果。在旅游公路的通
达、民宿餐饮的提标、古建院落的修缮保
护基础上，地域特色浓厚的创意文化在这
里落地生根。

青山环绕，田园似锦，一个个
现代农业示范园各具特色，一座座
瓜果桃园芳香四溢……这是广西壮
族自治区百色市右江区的美丽乡村
画卷。

近年来，右江区结合实际，立
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农业，通过
着力调优品种、调大规模、调高效
益，做大做强做优特色产业，不断
夯实绿色有机产品发展基础。

在右江区大楞乡龙细村种桑养
蚕基地，脱贫户梁超贤今年扩种了
桑树。“以前种桑养蚕是自己搞，
收入上不去。现在好了，政府提供
产业扶持资金，定期请专家给我们
免费培训，村子里的养蚕能人还帮
村民开拓销路。”梁超贤说。

近年来，右江区探索产业发展

新模式，依托各个村独特的自然生
态资源优势，培育出适合当地发展
的特色产业，帮助群众脱贫致富，
助力乡村振兴。泮水乡、大楞乡片
区发展以八角、百香果、夏橙等为
代表的优质绿色产业；永乐镇、汪
甸 乡 、四 塘 镇 发 展 以 蔬 菜 、圣 女
果、芒果等为代表的果蔬产业；龙
川镇、阳圩镇发展以油茶等为代
表的优质油茶产业……

“ 产 业 兴 旺 是 乡 村 振 兴 的 重
点，我们从产业振兴破题，以实干
促振兴，强化党建引领，打好特色
牌，走好生态路，推动农业全面升
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
展。”右江区委书记王翔介绍。

立足特色，右江区还推动农旅
融合发展。前不久，右江区开发的

二十四节气特色主题农场之白露园
举行开园仪式。开园当天，游客走
进园区，感受水果采摘、花卉观赏、
农耕体验、垂钓、烧烤的乐趣。

近年来，右江区注重挖掘和传
承二十四节气农耕文化，建成集特
色农业种养、乡村旅游、研学体
验、运动康养、特色美食、电商购
物 等 功 能 为 一 体 的 24 个 特 色 农
场。右江区重点打造“福禄壮乡”
田园综合体，通过实施 3000 亩稻
菜种植基地、二十四节气特色主题
农场、福禄农产品加工厂、美丽村
庄、美丽田园等项目建设，目前
已 形 成 以 优 质 粮 食 、 蔬 菜 、 水
果、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为主
的产业体系。

（梁卓豪、杨 来参与采写）

记者手记▶▶▶

山西省晋城市抓党建促乡村振兴

支部强起来 乡村富起来
本报记者 胡 健 乔 栋

深秋穿行在山西省晋城市太行
一号公路上，犹如进入了一个色彩
斑斓的童话世界。放眼望去，湛蓝
的天空下山峦起伏，红色的枫叶点
缀山间，公路两旁的杨树擎起金黄

色的叶子，掩映着一个个传统村
落。这些村落里，有许多致富故事。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抓党建
促乡村振兴”。为全方位推动农业农
村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落地见效，近年来，晋城市坚持把
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作为一项重
要任务来抓，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
的凝聚力，提高村级组织服务群众
的能力，通过抓党建促进乡村振兴。

“竹板儿清脆声嘹亮，我把二
十大精神来分享，‘第二个答案’很
清晰，五个‘必由之路’要牢记……歌
唱伟大新时代，踔厉奋发更豪迈，
更豪迈。”近日，重庆市大渡口区

“理论快递员”、区教师进修学校
教师张卫正用打快板的方式向年轻
老师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别开生
面的宣讲，让现场气氛热烈、掌声
不断。

连日来，大渡口区依托“理论
快递”宣讲团，将党的二十大精神
通过唱歌、快板、三句半等形式

“快递”上门。
“在准备宣讲的过程中，我查找

了大量素材。目前已在身边的战友
中进行了 3场不同主题的宣讲。”大
渡口区“理论快递员”、区消防支队

干部刘潇然说，下一步还将通过日
常的消防检查工作，为群众分享自
己的学习心得。

在位于大渡口区的重庆秋田齿
轮有限责任公司车间里，“全国劳
模”刘太钟正通过“车间学习会”
为工人分享党的二十大精神，以二
十大报告擘画的宏伟蓝图勉励大家
更加积极努力工作。

据了解，大渡口区“理论快
递”宣讲团坚持“学原文、读原
著、悟原理”，做到全面系统宣讲党
的二十大精神，并结合人民群众关
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组织“理论快
递员”紧密围绕报告中关于高质量
发展、民生福祉、文化自信、依法
治国、生态环保等主题做好宣讲。
大渡口区还分专题内容建立党的二

十大精神“理论快递”课程库，并
随时更新，让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
更加生动、更有实效。

“目前，我已经宣讲党的二十
大精神 10 余场，一部分是在我所
在的社区，还有一部分是区里其他
镇街社区慕名而来‘点单’。”社
区干部李颐静表示，通过宣讲，自
己的理论素养和宣讲水平都得到了
锻炼。

“ 近 日 ， 大 渡 口 区 ‘ 理 论 快
递’宣讲团获评全国基层理论宣讲
先进集体，我们将以此为契机，持
续宣传好党的二十大精神。”大渡
口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党
员 群 众 还 可 以 灵 活 采 取 “ 点 单
式 ”“ 预 约 式 ” 进 行 宣 讲 内 容 和
人员选择。

重庆市大渡口区：

“理论快递”进基层
本报记者 刘新吾

重庆市大渡口区：

“理论快递”进基层
本报记者 刘新吾

广西百色市右江区：

农旅融合有特色
本报记者 庞革平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
艰 巨 最 繁 重 的 任 务 仍 然 在 农
村”。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引领
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在此过程中，强化项目支撑则是
重要抓手。晋城市结合山西省

“抓党建促基层治理能力提升”，
围绕乡村振兴中的各个环节，谋
划实施总投资超千亿元的880多
个农业农村项目，推动村级集体
经济壮大提质。

以实施全域基础性、牵引性
工程为牵引，夯实乡村振兴的

“底子”。在晋城，太行一号文旅
康养和乡村振兴融合发展示范带
工程给相关村庄在基础设施方面
带来新变化。太行一号旅游公路
在晋城境内总长581公里，贯通
6 个县、36 个乡镇，辐射 739 个
村，连接全市 90%的脱贫地区、
90%的景区景点、90%的特色农
产品产区，是晋城市发展集体经
济的主战场。我们坚持“路、
景、村、业”一体推进，去年已
建成“五大配套系统”（慢行、
服 务 、 景 观 、 信 息 、 农 田 财
化），沿线村落交通、人居、村
貌全部达到星级以上标准。

实施生态项目，让良好生态
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撑点。沁河是
山西省第二大河流，晋城境内总
长 168 公里，贯通 3 个县、13 个
乡镇，辐射307个村，沿线森林
覆盖率47%，水资源总量占全市
的53%，是晋城市集体经济发展
基础最好的区域。晋城实施了百里沁河生态经济
带工程，聚焦“环境治、交通畅、文化兴、布局优、产
业旺、生态美”的目标，完成了“1+3”规划编制（总体
规划和生态、交通、产业3个专项规划），谋划实施了
总投资354亿元的79个项目。

打造文旅名片，“康养”工程带动村落发展。
晋城市突出全国康养产业发展大会永久会址和山
西省农林文旅康产业融合发展试点市“两张名
片”，高标准谋划实施了总投资320亿元的17个重
大项目，蹚出壮大集体经济的新路径。在晋城市
白马寺山高端康养示范区，依托毗邻中心城区的
优势，投资 70 亿元，规划面积 19 平方公里，建设集
住宿餐饮、会议会展、医养结合、旅游度假等多种功
能于一体的高端康养示范区，2025 年将全面建成，
日住宿接待能力5000人，年接待游客500万人次以
上，可带动周边 120 多个村发展观光休闲、民俗体
验、健康养老等配套服务产业，实现集体增收。

立足农村资源禀赋，实施特优农业增效项
目。立足全国连翘主产区的产业基础，晋城市实
施百万亩连翘基地抚育项目，采用“乡村振兴公
司+村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社+农民”模式，利用
荒山荒坡规模化抚育百万亩连翘基地。建设期内
通过土地流转和劳务组织，可带动512个项目村实
现村集体及农民增收 9000万元；建成后通过后续
管护和采摘销售，每年可带动村集体和农民增收
2.3 亿元，平均每村增加经营性收入 4.5 万元。立
足全省养蜂第一大市的产业基础，晋城市实施蜂
业翻番富民项目，采取“公司+合作社+规模蜂
场+农户”的方式，实现蜜蜂存栏 20 万箱、蜂蜜
年产量 6000 吨，带动 300 多个村 1100 户蜂农增收
1800 万元。目前，晋城市跨区域实施农业项目带
动工程涉及总投资248亿元、13个重大项目，推动
集体经济在产业链条上提质增效。

新征程上，我们将以项目实施为抓手，通过
强化前期规划、拓宽资金来源渠道、鼓励基层发
展模式创新与推广、完善督导奖励机制保障等，
全方位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开创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新局面。
（作者为党的二十大代表、中共晋城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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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城市陵川县古郊乡东上河村。 程立胜摄晋城市陵川县古郊乡东上河村。 程立胜摄

开栏的话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是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的首要政治任
务。从今日起，我们推出“党代表在一线”栏
目，请来自各地区各行业的党的二十大代表
讲述如何以实际行动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